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铁路既有线200km\h等级提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铁路既有线200km\h等级提速技术>>

13位ISBN编号：9787113078461

10位ISBN编号：711307846X

出版时间：2007-3

出版时间：中国铁道出版社

作者：何华武

页数：52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铁路既有线200km\h等级提速>>

内容概要

　　《中国铁路既有线200km/h等级提速技术》阐述了高速度、高密度条件下客货共线运行铁路运输
组织方式，为既有线200km/h等级提速建立了完整的技术理论体系，提出了成套技术措施，是我国既
有线200km/h等级提速的奠基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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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华武，男，汉族，1955年8月23日出生于四川省资阳市，中共党员，工学硕士，注册咨询工程师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和铁道部专业技术学科带头人。
现任铁道部总工程师、铁道部技术委员会主任、客运专线（高速铁路）总设计师、客运专线系统集成
办公室主任，兼任中国建筑业协会副会长、中国铁路工程建设协会副理事长、中国铁道学会理事会理
事、RER-Railways Technical Review顾问等职。
　　何华武长期从事铁路工程技术工作，先后任西南交通大学助教，铁道第四勘察设计院专册、总体
，铁道部建设管理司工程设计审查总体，铁道部工程设计鉴定中心、铁道部经济规划研究院副处长、
主任助理、副主任、副院长。
2003年任铁道部副总工程师，2004年任总工程师。
主持了几十项铁路枢纽、铁路干线的勘察设计、咨询评审、技术决策；策划了铁路客站与其他交通方
式间的“零距离”换乘方式，形成以站为中心的立体化城市综合交通枢纽的客站新模式；主持了铁路
第六次大提速工程，使我国铁路既有线200km／h等级提速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组织了铁路客运专
线（高速铁路）重大关键技术攻关及系统集成整体优化，并取得突破，为客运专线（高速铁路）建设
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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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换填是指将不良基床土经更换（换土、换砂等）或改良（换掺）使其满足使用标准。
其主要作用是改善基床的土质条件、提高基床的承载能力。
适用于：①由于土质不良、承载力不足而引起的下沉、外挤等基床变形；②已形成不同深度道砟囊的
下沉地段及软卧层不厚且下为刚卧层的挤出地段。
对于地下水丰富的地段，要同时采取降低地下水位的措施。
换砂也用于防治基面翻浆冒泥。
　　基床换填施工受既有线运营条件的限制难度较大，常规的换填施工会影响到邻线的安全运营。
德国在汉堡一柏林既有线的电气化提速改造过程中采用了一种新的路基施工方法——顶推机换填法（
图3-14）。
在不中断邻线行车的条件下，最深可将4m深度范围内的填料彻底置换，有效地解决了施工难题，值得
借鉴。
　　另外，德国在基床换填施工过程中还采用沉箱式换填加固（图3-15）和移动挡墙式机械换填加固
（图3-16）的方法，其中移动挡墙式机械换填深度可达2.6m。
　　5.成孔回填桩　　在路基上按一定间距挖成桩孔，然后填筑石灰或水泥的改良土或其他填料，经
夯实成桩。
其主要作用为：①通过材料吸水和离子交换，使桩周土体固结和改良，增加土体的强度；②桩身起骨
架作用，与桩间土复合承载，从而提高承载能力；③对桩间土起挤密压实作用。
适用于防治路基及基床强度不足造成的下沉或外挤等路基病害和过渡段的强化（强度和刚度的提高）
。
　　6.土工格室加固.　　结合基床换填利用土工格室加固基床表层，或利用土工格室设置砂垫床，改
善土体的受力状态，增加填筑施工时填料的可压实程度，提高土体和垫层的稳定性和承载能力。
基床土工格室加固适用于基床强度不足所造成的各种病害的处理，土工格室砂垫床用于基面翻浆的防
治。
　　7.浅层注浆改良或注浆封闭层　　设置大量穿过道床的垂向或水平向注浆管，注入土体改良剂或
固化材料，使基床浅层土质得到改良或在基面形成一柔性封闭层，起提高土质强度或改善土质防渗隔
离功能。
适用于基床土质有不良倾向，路拱消失，需大面积处理的路段。
该方法的关键在于灌注材料和施工工艺。
　　另外，对于路基基床冻害的防治可采用增设隔排水设施、换填冻胀性较小的填料、铺设保温层等
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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